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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：

认知过渡



认知（思维）的变化

相对于儿童的思维，青少年思维的主要优势：

(1) 思考可能的情况

(2) 思考抽象的概念

(3) 对思维过程的思考

(4) 多角度思考

(5) 把知识看成是相对的



思考可能的情况

–例子：青少年会思考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受
到不同职业选择的影响。

–很容易在具体和抽象之间进行转换以产生不
同的可能性。

–演绎推理的发展

• “如果—那么”式的思维

• 主要的智力成就



– 大多数父母相信，他们的小孩在青春期变得

更雄辩。发生在他们小孩身上的事情是他们

小孩成为了更好的辩手。一个青少年不会毫

不怀疑地接受其他人的观点而是依据其它的

可能理论信念来评价它们。

– 归纳推理为所有年龄的人，甚至非常年幼的

儿童所具有。演绎推理则在青春期之前很少

见到。

– 归纳推理——基于一个人所积累的证据进行

的推理。



思考抽象概念

– 能够理解双关语、谚语、隐喻和类比的内在
的更高层次的抽象逻辑。

• 例如：太阳：月亮：：睡着的：？

• A、星星 B、床 C、醒着的 D、夜晚

– 青春期中社会思维（社会认知）的发展与年
轻人抽象思维能力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

• 青少年能够思考人际关系、政治、哲学、宗教和
伦理中的像友谊、忠贞、民主、公正和诚实这样
的抽象概念。也会思考生命的意义。



元认知：对思维活动的思考

• 监控自己思维过程中的认知活动。
– 例如青少年不仅能够阐述他们知道些什么，而且能
够阐述为什么知道。这有助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
行思考，从而更高效地解决问题。

• 更多的内省、更强的自我意识、更强的理性倾
向
– 内省：思考自己的情绪。

– 自我意识：思考其他人对我们的看法。

– 理性倾向：思考我们自身的想法。

– 这三个过程有利于建立和谐的自我同一感。



元认知可能产生的问题

• 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
– 极端自恋。有两种表现形式：

• 幻想的观众
– 行为是其他人关注的焦点。

– 例如，一个去看一场有4000人在场的音乐
会的青少年也许会担心着装是否得体，因为
他觉得“每个人都会注意到。

– 要让一个年轻人相信”观众“并不都会关注
他或她的行为或者外貌的确是件难事。



• 个人神话

– 经验是独一无二的。

– 例如，一个刚和女朋友分手的小伙子，也许会告诉
同情他的母亲说她是不可能理解和人分手的滋味的
，而实际上，分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只不过是青春
期和成年早期的家常便饭而已。

– 个人神话有有利之处，例如保护自己和提升自我评
价。但也有不利之处，专注于自我神话可能带如危
险。例如，对于相信不可能怀孕，却频繁进行性活
动的少女，对相信自己飚车不会出危险的青少年。



• 青少年在现象中表现出自我中心主义，而在问

卷中却并不如此，原因是什么？

– 一种猜测是，青少年在情绪和人际关系方面，而不

是在认知或者理性方面存在自我中心的问题。

– 另一种猜测是，青少年对于其他人对他们看法的过

于关注并不是由于他们认知上的缺陷，而是由于在

青少年生存的这个高度社会化的世界中，其他人的

看法的确具有真正而重要的影响力。正如俗话说：“

你多疑并不意味着真的没人跟踪你”。



多角度思考

– 能同时以复杂的方式看待事物而不是只看到
它的一个方面。

• 例如，我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，但是我想
从她的角度来看一看。

– 对概率的更精深的理解。

• 例如，假设我给了你一堆珠子，其中既有蓝色的
也有黄色的。现在我要求你把它们置于两个容器
之中，使得容器中珠子的总数不相同，但在两个
容器中取出一个蓝色珠子的概率是一样的。



– 能够理解讽刺的话。
• 研究者向儿童、青少年和成人讲述了多个不同的
故事，在故事中两个人的交流之后会跟一段评论
，这些评论可能是真诚的、有意欺骗的或者是讽
刺的，然后询问研究的被试这些评论的真正含义
和意图是什么。9岁之前的儿童难以分辨出讽刺
的评论。个体理解讽刺含义的能力在9-13岁有所
增长，而在青春期岁月中则会继续增长。

– 能够理解双关语。
• 双关语：有两种含义的表达方式，而其中之一往
往意义不雅。例如，青少年在听到“翘起来了“这
样的话时会笑。



青少年的相对主义

– 能够将事物视为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。

– 怀疑主义变得普遍。

– 每件事情似乎都是不确定的。

– 任何知识都不是绝对可靠的。

– 相对主义的增长可能会令父母万分恼怒。例
如，当青少年开始用彻底的相对性的视角（
“不要委屈自己，爸爸”）来看待他们之前
认为绝对正确的父母的价值观（有道德的人
不会有婚前性行为）时，往往就会出现问题
。



青少年思维的皮亚杰观点

感觉运动阶段：从出生到2岁左右，发现了
感觉和运动行为之间的关系。

前运算阶段：2-6岁，使用内部符号尤其是
语言来表示客体。

具体运算阶段：6-11岁，掌握了逻辑规律
并发展了理性思维。

形式运算阶段：11岁以后，发展了抽象推
理能力和假想推理能力。



青少年思维的皮亚杰观点

• 认知发展观

– 生物性变化和环境刺激间的交互作用。

• 导致智力的增长。

• 每个阶段以特定类型的思维为特征。

– 较早阶段的思维阶段被整合到新的、更高级
的和更适应的推理形式。



青少年思维的皮亚杰观点

• 命题逻辑

– 基于形式逻辑原则。

– 既能应用于抽象的、复杂的思维，也能应用
于具体的、实际的思维。

• 能力-表现的区分

– 在日常生活中“什么能做”和“做了什么”
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异。



青少年思维的皮亚杰观点

• 青少年具备形式运算的能力，但并不是

所有青少年都能发展出形式运算思维，

或者都能有规律地使用它，或者在各种

情况下都能使用它。影响因素：

– 儿童期与父母关系的亲密性

– 任务的相关性

– 是否接受过明确的演绎推理训练

– 时代的差异等等。



青少年思维的皮亚杰观点

• 局限

– 高级推理能力的发展并不一定是阶段化的，

更可能是渐近发展的，即以更为定量的方式

进行的。



青少年思维的信息加工观点

• 感兴趣的问题
– 是青少年哪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能比
儿童更好地解答问题。

• 用于写计算机程序的方法能有助于理解
人类推理过程。
– 人类思维包括以下子程序：注意、信息编码
、信息检索、比较不同的信息块、基于这样
的比较做出决策，任何一个在功能上的缺陷
都会干扰正确解题，各成分的组合方式也会
影响结果。



青春期中信息加工能力的变化

• 选择和分配注意能力上有所进步，能更好地把

注意力指向并保持在复杂的任务上。

• 工作记忆和长时记能力有所增长，会对阅读能

力有所助益。

• 信息加工速度提升。呈负加速增长。

• 使用更有效的组织策略，并且灵活性更强。

• 元认知也有所增长，使他们更能对学习过程进

行监控。



青少年思维理论的新方向

• 罗比·凯斯的整合

– 将青少年信息加工能力改善的研究发现整合
到类似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框架内。

– 自动化

• 信息加工的基本元素变得更加自动化。这使得青
少年就能更好地把有意识的认知加工用到更为复
杂的任务上去。



青少年思维理论的新方向

• 保罗·克拉金斯基

– 尽管个体已经发展了相应了认知技能，但为
什么个体的行为却还是常常不合逻辑。

– 两种不同的认知系统在在运作

• 使用演绎推理的分析系统

• 使用启发式和突发其想直觉系统



青少年的大脑

• 使用fMRI和PET扫描做研究

• 青春期大脑的成熟是和这一时期行为、
情感和认知的发展相联系(Keating, 

2004)。



发生在青春
期中大脑最
重要的变化

是前额叶皮
层和边缘系
统的变化。



青少年的大脑

• 在边缘系统中，某些神经递质的水平变
化，象多巴胺会影响奖励的敏感性。

• 突触的 “裁减” 和前额叶皮层的髓鞘化改
善了信息加工的效能。







前额叶皮层的成熟

• 完全成熟：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一段时
间。

• 背侧前额叶

– 对预先计划很重要。

• 腹侧前额叶

– 对突发其想和直觉决策很重要。



前额叶皮层的成熟

前额叶皮层的发育成熟不及
一般水平的青少年，更有可
能出现品行问题。



青春期智力的下降

• 涉及到语言获得的大脑区域在前青春期
生长迅速。

• 这些区域在发身期停止生长。

• 青少年比儿童更难学习一门新的语言。



大脑成熟时间变化的意义

• 发身期边缘系统成熟

– 寻求新异性、奖励和刺激。

• 前额叶在边缘系统成熟之后的几年成熟

• 时间差异可能解释为什么青春期是一个
有很高冒险经历的时期。



青春期智力的个体差异

• IQ的测量

–智商

–第一个测验开发于1905年。

–是使用最广而又误用最多的心理工具。

• 群体

–一群生于同一历史年代的人。



青春期智力的个体差异

• 斯滕伯格的三元理论

– 成分智力：获取、贮存和加工信息的能力。

– 经验智力：使用直觉和创造力的能力。

– 情境智力：对实际进行思考的能力。

• 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

– 七种类型的智力：言语的、数学的、空间的
、运动的、自我反省的、人际关系的和音乐
的智力。



青少年的测验表现

• 在儿童期中智力测验分数渐趋稳定（在6
岁或者7岁左右），而在青春期中则相当
稳定。
– 智商是相对稳定的，但智力却是变化的。

• SAT预测了一个人在大学中成功的可能
性，但只是作为许多有用的预测因素之
一。
– SAT的数学分测验项目存在性别功能差异。

–青春期中唯一稳定的性别差异在于空间能力
差异。



文化与智力

• 维果斯基强调智力发展所处的环境。
– 卖菜的老婆婆在标准化的数学知识测验中表现得
并不好，但在卖菜时却能使用精湛的数学技巧。

• 最近发展区

–在他人帮助下能够完成的挑战性的任务。

• 搭脚手架

–结构化学习情境以便它处于学生能力所及
的范围之内。



文化与智力

• 年轻的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IQ测验

上的得分低于白种美国人，为什么？

– 使用的评价智力的测验对少数族裔的孩子有

不公之处。

• 经验和价值观。

• 语言的差异。



文化与智力

• 文化公平测验

– 试图减少种族或者文化偏差来源的智力测验
。

– 基于更少的言语技能。

– 定位于表现性任务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社会认知的变化

– 青少年对人际关系的观念更加成熟：

• 他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更加深入。

• 他们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看法更加复杂。

• 他们体察他人心思的能力也要高明得多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社会认知的研究可以归为三类：

(1) 印象形成：个体如何形成并组织对他人
的判断。

(2) 社会观点采择：个体如何估计他人的思
想和感受及这种估计的准确性如何。

(3) 道德和社会习俗观念：个体对于正义、
社会规范和人际交往准则等的看法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印象形成——标志着内隐人格理论的发

展的开始

– 印象变得更加分化

– 印象中的自我中心成分有所减少

– 对别人的印象变得更加抽象

– 对他人的印象中会更多地使用推断

– 对他人的印象组织化程度更高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社会观点采择

– 前青春期阶段：可以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，
但还看不出一个人的思想和感受如何与另一
个人的思想和感受联系在一起。

– 青春期早期：交换角色扮演阶段，可以从一
个客观的第三方的角度，来看出一个人的思
想和行为是如何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为的。
这一时期会导致说理方式的转变。

– 青春期晚期：向深度的社会化取向发展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对道德的看法

– 儿童期：道德准则是父母和教师等权威的绝

对指令，对是非的判断以具体的规则为依据

– 青春期：开始发现道德标准的主观性以及道

德标准的出发点会有不同的看法，这种绝对

指令和规则开始受到质疑。

– 青春期晚期：会出现基于像平等、正义或者

公平这样的道德原则的推理过程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对社会规范的看法

– 儿童期中期：社会规范是随意可变的，但对
它们的遵循未必如此，要出于规则和权威。

– 青春期早期：规范的内在原因以及是否遵守
都被视为随意可变的。规范只是一种社会期
望，而不是强制。

– 规范是社会用来调控人的行为的方法。对它
的遵循出于习惯。

– 规范在协调人际交往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青春期中表现出的社会认知发展最重要
的方式之一是智慧的发展。

– 智慧：关于人生的丰富知识，它促成了“过
人的洞察力、判断力和对复杂而不确定的事
情的真知灼见。

– 智慧需要的是直到青春期中期才会发展出来
的高级的社会观点采择技能。

– 个体获得智慧的阶段是在青春期到成人期的
过渡阶段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青少年的冒险行为

– 冒险行为在男生中要比在女生中更普遍。

– 这种性别差异随时间的推移正在减少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行为决策理论

– 决策是理性的，个体尽力最大化行为的各种
备选项的利益和最小化损失。

• 关于不受伤的个人神话

– 年龄较小的青少年更少象成人那样觉得会受
伤害。

– 青少年在解释描述冒险的词语时比成人有更
大的变化性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青少年和成人在对不同结果的偏好程度
上存在差异

– 尽管一个成人会把青少年做决定时更看重同
龄人的赞许而不是健康看成是不理性的，但
青少年也会把成人的决策看成是同样不可理
解的。

– 青少年对参与冒险活动的收益看法对他们行
为的预测能力，不及他们对参与冒险活动的
损失的看法的预测能力来得强。



青少年在情境中的思维

• 情绪和环境因素也会对青少年的冒险行

为有影响

– 容易受到同龄人压力影响的程度、冲动性和

对欢愉的追求。

– 过分自信、好斗以及喜欢追求感官刺激。

– 父母或其他成人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严格监

控会减少冒险行为。



课堂中青少年的思维

• 年轻人在批判性思维上有难度。

• 学校能够而且应该教给青少年集中注意
力、改善短时和长时记忆、组织信息和
监控思维过程的方式。


